
天胜照相馆负责人 周文伟
天胜照相馆原负责人 邬先生

讲述人

AA0404、、AA0505

2018年10月2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任晓云 顾华达 美编/雷林燕 照排/王蓉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职业
变迁

彩色胶卷时代，由于彩色底片和黑白底片整修技术有异曲同工之
处，宋志雄很快就能适应。然而，在互联网和数码技术的冲击下，他重
新成了“学徒”。为紧跟时代步伐，从没接触过电脑的宋志雄从零开
始，苦学电脑制图、修图软件运用，“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真正掌握了电
脑使用和修图技术。”

宋志雄说，数码照片修复都是依靠电脑完成的，相对轻松，但软件
的设计功能是有限的，相比而言，还是手工修复的传统照片效果好，不
拘一格。只有把传统技术与数码工艺相结合，保持被摄者的真实感，
才能更好地显现每一张照片的最佳效果。

虽然在数码时代，底片整修的工作减少了很多，但每当遇到老化、
破损甚至损毁的老照片需要修复时，宋志雄的名字仍是一块金字招
牌。

“你看，这张照片就是天胜照相馆创始人裘珊（又名裘知如），这是
从百年前的报纸上翻拍修复而成的。”指着天胜照相馆大厅东墙上挂
着的裘珊照片，宋志雄向记者介绍了修复经过。

由于天胜照相馆没有创始人裘珊的资料照片，2015年，照相馆通
过市博物馆找到了一张近百年前的报纸，报纸上有裘珊照片，是两寸
大小的单人照，但因为年代久远，早已发黄变色。照片印刷颗粒粗糙，
光影拍摄角度也是自上而下，导致人物面部留有小三角影。“放大成像
到16寸之后，等于是要修复这张放大了80倍的模糊照片。”宋志雄坦
言，修复难度很大，但结合了电脑技术，经过努力，这张放大的照片还
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照气韵，酷似“明星照”。

让宋志雄难忘的还有一次修复玻璃胶片阿克法的经历。2003
年，镇海一居民有一张祖传的玻璃胶片阿克法，想要冲印出来，但被多
家照相馆拒绝，几经辗转，才找到了宋志雄。“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张阿
克法底片是德国的，曝光过度了5倍。”宋志雄用了两天时间冲印、修复
了底片，让这家人满意而归。

如今，宋志雄退而不休，仍活跃在宁波的照相行业。他说，不管是
黑白照片年代还是数码照片年代，都有各自的精彩。不管照相行业如
何变迁，继承与保留每个时代的影像，是他的毕生追求。

记者 王思勤 孔玲

蒙黑布的老式相机配黑白胶片→
单反相机配彩色胶卷→数码拍摄冲印

照相师亲历光影流转间的变迁
从 最 早 用

蒙着黑布的老
式相机和黑白
胶片拍摄，到后
来的单反相机
配彩色胶卷，再
到现在的数码
拍摄冲印，改革
开放 40 年，不
仅是摄影和冲
印设备快速更
新的 40 年，也
是照相馆的照
相师们职业转
型、变化最大的
40年。最近，记
者来到百年老
字 号 照 相 馆
——天胜照相
馆，听老照相师
们讲述这段光
影流转间的故
事。

据周文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宁波的一些照相馆陆续开始使用数码相
机。2001年左右，天胜照相馆引入数码冲印设备，胶卷的辉煌时代过去了。

“数码相机刚出来的时候，拍的照片都是用打印机彩打出来，价格昂贵，一张
1寸照片要50元。不过可以随到随取，电子底片我们也会用磁盘等储存设备装
好。”周文伟说。

紧接着，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手机摄像头配置越来越高，对于一般市民来
说，不管何时何地，不管光源条件和现场环境如何，只要拿起手机按下快门，就能
拍照。拍得不好，还有修图软件可以帮忙。而数码照片的冲印，也越来越方便、
快捷了。

“数码照片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现在完全可以由一人胜任。在照相馆，普通
证件照，顾客拍摄完就可以拿走。如果拍婚纱照、写真，后期修图的时间就比较
长。”周文伟感慨地说，这些年，市民对拍照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除了婚纱
照，馆内的全家福、形象照、古装写真等也很受欢迎，照相师也经常会根据客人需
要上门服务，“照相馆还承接了多个行政服务中心出入境证件照片拍摄、在宁波
召开的大型国际国内会议现场拍摄等业务。”

退休后的邬先生还在照相馆里帮忙。“过去，胶卷舍不得浪费一张，现在，有
了更宽泛的网络储存空间，电子照片也已经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他说。

天胜照相馆是宁波人裘珊在1925年开设的，如今总店位于
中山西路，鼓楼斜对面。

今年71岁的邬先生是1980年进入天胜照相馆工作的，是照
相馆的原负责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照相对于一般的
家庭来说算是件奢侈的事情。我父亲是搞照相的，我从小就耳濡
目染，也喜欢照相，参军的时候做部队的摄影师，退伍后就来了天
胜照相馆。”

市民一般把在照相馆拍摄照片、冲印照片的人，都称为照
相师，但在照相馆内部，分工很细，有专门拍照的，有在暗房冲
洗胶片的，有整修底片的，还有给照片上光着色的。“那时候一
张照片的诞生，要经过将近10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负
责，大家都是手工流水线作业。”邬先生说。

邬先生主要负责拍摄。“那时，照相馆里拍照，用得最多的
是那种蒙着黑布的座机和整块的胶片。拍照前，要布置好灯
光，光分主光和辅光，都是非常讲究的。调好灯光后，照相师会
让顾客在指定位置摆好姿势，自己把头伸进蒙在座机上的黑布
里，手工调光圈、对焦、看画面构图，然后装胶片。做完前期这
一系列准备，才能按下‘皮球快门’。曝光时间靠照相师数数控
制，没把控好时间，曝光过度的话，这照片就废了。”

拍摄完，接下来的步骤依次是冲洗底片、整修底片、冲印照

片。冲印照片又包括用药水让照片显现、把药水漂洗干净、把
照片晾干等小步骤。

冲印出来后，有些照片还需要上光和着色。“绒面照不需要
上光，因为本身就是哑光的质感。光面照在冲印步骤后需要上
光，把照片放到上光板上去，下面有电热丝，照片在被烘干的同
时，也有了光泽。”邬先生说。

“肖像艺术照或是放大的照片，一般还要经过着色的步
骤。”邬先生说，以前没有彩色照，着色，就是用手工在黑白照上
涂颜色，让它变成“彩色照片”。

最后一个步骤，是给照片切边。以前的证件照是平边的，但
全家福、肖像照等一般会用花边刀切出花边。 1984年，天胜照相馆成立彩色扩印中心，成为我市首家引进彩色胶卷冲印

设备的照相馆。“差不多是在同时，拍照用上了单反相机和彩色胶卷，也配上了闪
光灯。”邬先生说，虽然调光、对焦等拍照基本步骤没有变，但从操作来说，单反相
机比起之前的座机方便太多了，“到照相馆拍艺术照、婚纱照的市民呈爆发式增
长，要求照相师外拍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了。”

与此同时，照片冲印也进入了机器时代。原本黑白照片冲印的多道工序，如
胶片冲洗、整修、照片冲印、上光着色等，都被冲卷机和彩扩机代替，自动化程度
提高，照片冲印的速度飞速提升。

“拍完照后，照相师就把胶卷放入冲卷机，20分钟后，再将冲洗好的胶卷放
到彩扩机里打印照片。”邬先生说，打印照片时，需要打片员在彩扩机旁操作，调
整照片尺寸、曝光度、色平衡等。

“因为彩色胶卷和傻瓜相机的出现，照相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照相馆的冲
印业务大大增加。”天胜照相馆负责人周文伟说，从1985年到1999年，店里的冲
印量达100多万卷，“那时候，还有员工打趣说，这机器一开动，就像印钞机一
样！特别是节假日之后，所有员工都要通宵加班帮客人冲印照片，忙得喘不过气
来。”

如今的天胜照相馆照片冲印室里，这台冲卷机闲置在旁，一台数码冲印机器
则忙得热火朝天。“现在，除了一些胶卷发烧友，很少有人用胶卷拍照了，宁波市
区估计也只有我们一家还在做冲印胶卷照片的业务了。”周文伟说，这台冲卷机
一个月开一次，为有需要的市民服务。

天胜照相馆最后一位底片整修师 宋志雄

讲述人

在黑白照片时代，照片拍摄制作近十道工序中，技术含量最高的
要数底片修复了。天胜照相馆最后一位底片整修师宋志雄，在去年11
月退休了。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宁波黑白底片修复技术的佼佼者，他
本人则师从父亲的得意门生——浙江省首个特级女修像修版师钟菊
莲。

1979年，宋志雄顶替父亲入馆做底片整修工作。“底片整修师，和
现在的后期修图师很像。当年，客户一看照片拍得好，就认为是拍摄
技术好，实际上，修复师才是幕后功臣。”他自豪地说。

要修好一张黑白照的底片，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为了看清底片，
修复的整个过程都在黑漆漆的修版箱里进行，箱中集中一束光源对准
底片。宋志雄工作时头蒙黑布，先根据底片的软硬度，选择修复用的
笔，一般在中华铅笔HB、B、B1、B2等笔芯中进行挑选，再根据拍摄者
的用光和造型艺术进行修复，去掉照片中影响质感和美观的元素，还
要将底片在暗房冲洗时造成的破损、阴影等进行精修。

“整修最重要的是要保留照片本来的真实感，当然，适当美颜也是
可以的。”宋志雄说，底片的黑白与实际相反，在底片上多加几笔黑色，
洗出来的照片会多一些白净，“脸上有青春痘的，用铅笔把痘痘涂黑，
这样出来的照片上就没有痘痘了；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用铅笔把它涂
黑，照片出来后就会看上去年轻；有时还要加深阴面，让脸部更有立体
感。”

由于早期照相技术落后，不少全家福照片在拍摄时，人物难免有
闭着眼睛的，而这在拍摄过程中无法预料也无法查看，等照片洗出来
再重拍，也几无可能，只能通过整修师的妙手完成。“要把闭眼照修成
睁眼照，技术难度非常高，只能用手表发条制作的刀片修复底片，再进
行合成洗印。”宋志雄说，先用刀片刮开底片的一层膜，再用不同硬度
的铅笔经过一道道工序去修，用于修复的十多支铅笔芯要削成针头一
样细。在常人看来，黑白照片就是两种单色，其实它是由黑灰、青灰、
中灰、白灰等颜色组成的，要借助毛笔、土红笔等工具才能完成修复。

“现在遇到类似问题，通过电脑PS软件就能解决。在那个时代，
这是根本想象不到的。”宋志雄感叹说，他选择这份职业并坚持下来，
主要还是为了传承这门老手艺。

黑白照片的美颜师：
最难的是把闭眼照修成睁眼照

数码时代的老照片修复：
百年前的老照片修复成了明星照

彩色胶卷时代 照相馆冲印照片业务大大增加

数码时代 电子照片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黑白胶片时代
一张照片诞生要经过近10道工序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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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雄在修复底片。天胜照相馆供图

修复照片。天胜照相馆供图

周文伟在介绍数码照片冲印设备。记者 孔玲 摄


